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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摘要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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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
!

通过对湛江师范学院
(*1*

级新生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"

&,7

#%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

"

&+7

#及
&+7

(

&,7

进行检测!在健康新生中筛查肝功能异常及无症状慢性乙型肝炎$方法
!

采用日立
.*(*

全自

动生化仪测定
(*1*

级新生血清中
&+7

%

&,7

及
&+7

(

&,7

的变化!并对
&+7

%

&,7

异常的新生进行乙型肝炎两对

半的检测$结果
!

检测出血清
&,7

和
&+7

异常者
'(

例!占
*40*V

$无症状慢性乙型肝炎
5/

例!占
14*/V

$血

清
&,7

和
&+7

升高者!男生高于女生!差异有统计学意义"

'

(

]645*

!

!

#

*4*1

#&

&+7

(

&,7

升高者!男生高于女

生!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"

'

(

]/4/)

!

!

#

*4*1

#&慢性乙型肝炎男生高于女生!差异有统计学意义"

'

(

]1*4/.

!

!

#

*4*1

#!

)

项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$结论
!

在新生体检中进行血清
&+7

%

&,7

及
&+7

(

&,7

检测!并对肝功能

异常者进行乙型肝炎两对半检测!有利于肝功能异常及无症状慢性乙型肝炎的早期发现和诊治$男生血清
&+7

和

&,7

%

&+7

(

&,7

%慢性乙型肝炎异常者高于女生!应引起足够重视$

"关键词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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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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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氨酸氨基转移酶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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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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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清转氨酶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+最有价值的实验室检测

肝功能的指标之一#迄今仍被视作肝细胞损害的)金标准,

1

-

*.

肝功能受机体的免疫应答+营养状况+药物服用等复杂因素的

影响#每个个体都有差异.目前肝损伤人群数量迅速增加#因

为无论是整体环境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对肝脏的健康极为

不利.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$

&+7

%+丙氨酸氨基转移酶

$

&,7

%及
&+7

"

&,7

近年来被认为是能反映慢性肝炎病情进

展程度的较好指标#

&+7

"

&,7

逐渐升高往往表示肝功能损害

持续加重,

(

-

.本文对湛江师范学院
(*1*

级新生的
&+7

+

&,7

及
&+7

"

&,7

进行检测#并对
&+7

+

&,7

异常的新生进行乙

型肝炎两对半的检测.旨在健康新生中筛查肝功能异常者及

无症状慢性乙型肝炎#及时发现和治疗#以保障大学生的身心

健康.

$

!

资料与方法

$4$

!

一般资料
!

(*1*

级新生
5(.*

人#其中男生
15*.

人#女

生
)./)

人#年龄
10

!

((

岁.

$4/

!

方法
!

血清酶学
&+7

+

&,7

采用日本
.*(*

全自动生化

仪进行检测#试剂由上海科华东菱诊断用品有限公司提供.

/

.511

/

检验医学与临床
(*11

年
5

月第
0

卷第
1*

期
!

,?GP<!2A9:

!

P?

H

(*11

!

Q8A40

!

%841*

"

基金项目$湛江师范学院
(**6

年自然科学研究项目$

a,*6()

%.



&+7

采用紫外
#

苹果酸脱氢酶法进行检测#

&,7

采用紫外
#

乳

酸脱氢酶法进行检测.

$4'

!

结果判定标准
!

&+7

"

&,7

正常值
1415

左右#急性肝炎

时
&+7

"

&,7

#

1

(肝硬化时
&+7

"

&,7

&

(

(肝癌时
&+7

"

&,7

&

)

,

)

-

.慢性乙型肝炎的诊断根据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分会标

准!乙型肝炎或
ZO"&

>

阳性史超过
/

个月#目前
ZO"&

>

和

$或%

ZOQ#$%&

仍为阳性#可诊断为慢性
ZOQ

感染.

$41

!

统计学方法
!

计量数据资料采用
'

( 检验.

/

!

结
!!

果

/4$

!

(*1*

级新生共检测
5(.*

人#男生
15*.

人#女生
)./)

人.男生与女生检测结果见表
1

.

表
1

!

不同性别新生血清
&+7

和
&,7

(

&+7

'

&,7

(慢性

!!!

乙型肝炎的检出结果)

'

%

V

&*

性别 人数 血清
&+7

和
&,7

升高
&+7

"

&,7

升高 慢性乙型肝炎

男
15*. (1

$

14)6

%

.

$

*4'/

%

(.

$

14.6

%

女
)./) (1

$

*45/

%

'

$

*411

%

(6

$

*4..

%

'

(

b 645* /4/) 1*4/.

! b

#

*4*1

#

*4*1

#

*4*1

!!

注!

b

表示无数据.

/4/

!

血清
&+7

和
&,7

异常者
'(

例#男生
(1

例#阳性率为

14)6V

(女生
(1

例#阳性率为
*45/V

.男生高于女生#差异有

统计学意义$

'

(

]645*

#

!

#

*4*1

%.

/4'

!

&+7

"

&,7

升高
11

例#阳性率为
*4(1V

#其中男生
.

例#

阳性率
*4'/V

(女生
'

例#阳性率
*411V

.男生高于女生#差

异有统计学意义$

'

(

]/4/)

#

!

#

*4*1

%.

&+7

"

&,7

$

1415

有

6

例#其中
/

例为乙型肝炎大三阳#

)

例为非乙型肝炎病毒携带

者(

&+7

"

&,7

$

(

有
(

例#其
1

例为乙型肝炎大三阳#

1

例为非

ZOQ

携带者.

/41

!

慢性乙型肝炎
5/

例#男生
(.

例#阳性率为
14.6V

(女生

(6

例#阳性率为
*4..V

.男生高于女生#差异有统计学意义

$

'

(

]1*4/.

#

!

#

*4*1

%.

'

!

讨
!!

论

健康人群也可出现血清转氨酶$

&,7

和
&+7

%升高#在健

康人群中#

1V

!

'V

的肝功能异常,

1

-

.人体内的转氨酶有
(*

余种#常用于检测肝脏病变的转氨酶主要是
&,7

和
&+7

#这

是由于肝脏中转氨酶的浓度比血中高
1***

!

5***

倍#在肝细

胞坏死+细胞膜损伤等情况下#转氨酶将从高梯度向血液中释

放.

1V

的肝脏细胞损害#可使得血中
&,7

的浓度上升
1

倍#

因此
&,7

和
&+7

成为较为敏感的监测肝脏损害的指标.通

过检测血清
&+7

+

&,7

+

&+7

"

&,7

及血清
&+7

和
&,7

异常

者的两对半#可以有助于疾病鉴别判断#可筛查血清
&+7

和

&,7

肝功能异常者及无症状慢性乙型肝炎.

本次检测结果中血清
&+7

和
&,7

升高有
'(

例#占检测

人数的
*40*V

#低于文献资料的报道.男生血清
&+7

和
&,7

升高异常高于女生#可能与男生的生活方式+习惯有关#如酗

酒+检查前剧烈运动+暴食暴饮等均可能使血清
&+7

和
&,7

升高,

'

-

.无症状慢性乙型肝炎检出率占本次检测的
14*/V

#

男生慢性乙型肝炎高于女生#与李立明,

5

-报道中乙型肝炎发病

率+现患率和
ZO"&

>

流行率均男性高于女性相符,

5

-

.肝脏是

人体最重要的代谢器官#一旦肝脏受损会给身体带来很多危

害#这些危害是不能轻视的.因此#乙型肝炎患者出现肝功能

异常时#

ZOQ

复制活跃#传染性强#应该及早治疗#控制病毒复

制#防止疾病的发展传播#否则会引发肝硬化甚至肝癌.

本次检测中
&+7

"

&,7

异常升高
11

例#占检测人数的

*4(1V

#其升高原因可能是慢性乙型肝炎者的线粒体遭到破

坏.

&,7

主要分布于肝细胞胞浆中#

&+7

主要分布肝细胞的

线粒体中,

/

-

.正常细胞由于细胞膜的包裹#

&,7

和
&+7

不会

释入血中.肝细胞受到损害后#细胞变性+坏死#细胞膜破碎或

细胞膜的通透性增加#肝细胞中所含的
&,7

和
&+7

就会被释

放到血液中#使血中
&,7

+

&+7

活性增加.当肝细胞轻度病变

时#仅有肝细胞胞浆内的酶释出#

&,7

上升幅度较
&+7

高.

当肝细胞严重损害时#胞浆+线粒体中的酶释放入血#以致血清

&+7

升高幅度较
&,7

高.

&,7

是反映肝细胞损伤的一项灵

敏指标#且往往是肝炎恢复期最后降至正常的酶#是判断急性

肝炎是否恢复的一项很好的指标.同时测定
&+7

#计算
&+7

"

&,7

#则对急慢性肝炎的诊断+鉴别诊断以及判断转归也特别

有价值,

)

-

.反映急性肝细胞损伤以
&,7

最敏感#反映其损伤

程度以
&+7

较敏感,

.

-

.

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#作者建议!$

1

%慢性乙型肝炎

$活动期%应专科治疗#定期复查肝功能.$

(

%对
&+7

+

&,7

及

&+7

"

&,7

异常者#观察
1

个月后复查肝功能#仍然异常建议

护肝治疗.$

)

%

&,7

超过正常值
(

倍以上者应进行正规的抗

病毒治疗,

0

-

.$

'

%肝功能异常时#应避免剧烈运动以加重肝脏

代谢负担#比如免修体育课+军训等.$

5

%定期开展卫生健康讲

座#提高大学生的健康观念+健康知识+健康意识#确保大学生

在校期间的身心健康.$

/

%大学生因应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#

按时作息#饮食规律#不饮酒+不吸烟+不通宵熬夜上网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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